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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特色产业基地创建

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经信园区〔2019〕19号

各区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开发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规范特色产业基地创建管理，更好地引导推进特色

优势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我委对《重庆市

特色产业基地创建管理办法》（渝经信发〔2014〕69 号）进行

了修订，并经 7 月 30日第 16 次党组会议审议同意，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1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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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特色产业基地创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引导全市产业园区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

加快推进全市工业园区转型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委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联规〔2016〕212 号）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

理办法》（工信部规〔2017〕1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色产业基地的创建范围包括国家级开发开放新

区、国家级开发区（含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

业集聚区以及市级特色工业园区，以下统称产业园区。工业生产

性服务业可在上述范围外，但应相对集中集聚发展。

第三条 特色产业基地是指在经过国家或市政府核准的产

业园区四至范围内，以专业化细分领域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基

础，以实施创新驱动为支撑，以构建产业集群为核心，以打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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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为目标，在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引领、

示范作用的产业集聚区。

第四条 特色产业基地分为建设基地和示范基地两种类型。

建设基地是指符合所在产业园区产业定位，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经过 3─5 年的培育，基本达到示

范基地创建标准的特色产业基地。示范基地是指发展水平和规模

居全市领先地位，在产业升级、“两化融合”、自主创新、节能减

排、效率效益、安全生产、品牌发展等方面处于全市前列的特色

产业基地。

第五条 特色产业基地的主要产业领域包括：汽车制造、电

子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化工工业、材料工业、消费品工

业和军民融合等优势产业，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智

能传感器及仪器仪表、网络通信及网络安全产品、软件信息服务

业等智能产业，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技术服务、检验检测等工

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安全产

业、应急产业等节能环保安全领域（全市特色产业基地创建方向

指引见附件 1）。

第六条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管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结合全市产业布局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优化配置，有序

推进。同一细分领域产业方向的特色产业基地原则上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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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基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3 个。

第七条 市经济信息委负责特色产业基地的审查、批准、复

核及管理工作。国家开发开放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区县经济

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特色产业基地的组织申报工作，配合市

经济信息委对特色产业基地进行指导和管理。

第二章 创建条件

第八条 申报特色产业建设基地，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符合有关规划。所在产业园区产业定位明晰，已制定

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符合全市工业和信息化产

业布局总体要求，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

保护规划。

（二）基础设施完备。所在产业园区“七通一平”、生产生活、

安全环保等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承载能力较强。近三年未出现较

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事故。

（三）发展空间足够。所在产业园区具有明确的空间四至范

围，土地尚有开发利用空间，用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建设用地不少

于 1000 亩（其中渝东北、渝东南片区不少于 500 亩）；用于承

载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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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基础较好。具备特色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园区

已落地关联企业不少于 5 户。申报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产业基

地的，落地关联企业不少于 10户。

（五）政府支持有力。所在区县政府（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国家级开发区）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制定有特色产业基地建

设工作方案，目标明确、量化、可考核，任务和路径清晰、具体、

可操作性强，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政策机制上有创新举措。

第九条 申报特色产业示范基地，除应具备第八条第（一）

至（五）项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集群发展较好。拥有规模以上关联企业 10 户以上；

特色产业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占园区销售收入比重 20%以上，

或特色产业产值达到一定规模（主城、渝西片区不低于 50 亿元，

渝东北、渝东南片区不低于 20 亿元）。申报工业生产性服务业

特色产业基地的，落地关联企业不少于 10 户，销售收入不少于

5 亿元。

（二）创新能力较强。创新要素向园区集中集聚，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至少有 1 家（含）以上特色

产业领域的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等企业研发机构；企业普

遍采用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质量处于国内或全市同行业

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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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化融合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光纤到户端口占

比率 100%，规模以上企业宽带接入率 100%，两化融合发展水

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智能制造就绪率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规模以上企业普遍采用信息系统集成融合、云化改造和迁移向智

能化发展。

（四）绿色引领发展。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用水量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污水集中处理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达到清洁生产企业水平。

（五）服务体系完备。工业园区建有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平

台，能够为入园企业提供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成果

转化、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人才培养等公共服务。

第三章 创建程序

第十条 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由其经济信息

主管部门直接向市经济信息委申报；其它产业园区由其管理机构

向区县（含万盛经开区）经济信息委申请，经初审后由区县经济

信息委报市经济信息委。申报的具体要求以每年发布的通知为

准。

第十一条 特色产业基地申报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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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产业基地申报材料包括：

1.《重庆市特色产业建设基地申报表》（附件 2）、《重庆

市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申报表》（附件 3）；

2.创建重庆市特色产业基地申报文件；

3.经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国家级开发区及万盛经开区批准

的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其它产业园区由所在区县政府批准的特色

产业发展规划；

4.特色产业基地创建工作方案，包括总体要求、建设任务、

保障措施等内容。

（二）申报材料中的有关数据以各级统计机构和职能部门公

开数据为准，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三）申报材料报送纸质材料原件一式两份，同时报送电子

光盘。

第十二条 对经审核符合创建条件的特色产业基地，由市

经济信息委授予“重庆市+产业方向+产业园（建设基地）”和“重

庆市+产业方向+产业示范园（示范基地）”称号，并通过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复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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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市经济信息委对特色产业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

三年对已批准的特色产业基地进行复核，复核的标准及要求以当

年发布的通知为准。

第十四条 特色产业建设基地主要复核产业集聚、示范作

用、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情况，特色产业示

范基地除复核以上内容外，还要复核绿色发展、两化融合等内容。

第十五条 复核评价实行 100分制，复核结果分为不合格、

合格、优秀三个等次，其中复核得分 6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60

分及以上的为合格，80 分及以上的为优秀。

第十六条 复核评价为不合格的，撤销特色产业基地称号。

复核评价为合格、优秀的，保留特色产业基地称号。

第十七条 复核结果由市经济信息委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扶持政策

第十八条 将特色产业基地纳入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总

体布局，市级重大研发、制造及关联配套项目优先向特色产业基

地布局，引导特色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打造个性鲜明突出、产业

生态良好、经济增长强劲、支撑发展有力的特色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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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支持产业园区围绕特色产业智能制造、技术创

新、两化融合、绿色制造、产业生态等方面开展试点示范，建设

科技研发、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检验检测等公共服

务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

第二十条 支持特色产业相关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实施

智能化改造、加快研发成果转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资金、土

地、物流等要素优先保障特色产业相关企业发展，加快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

第二十一条 市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评审时，

把申报项目是否符合特色产业基地的产业方向作为评分项予以

重点支持，其中特色产业建设基地分值权重为 2 分，特色产业示

范基地分值权重为 5 分。

第六章 基地管理

第二十二条 已获批准的特色产业基地，应在每年 3 月 30

日前通过区县经济信息委或开发区管委会向市经济信息委上报

上一年度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第二十三条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国家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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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示范基地原则上从特色产业示范基地中筛选申报。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产业园区，除撤销批复文件

和称号外，并取消所在区县或开发区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

（一）特色产业基地申报、复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期参加复核的；

（三）近三年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近三年发生 II

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

（四）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发现严重问题等

情形的；

（五）所在产业园区特色产业规划布局等发生变化，不再具

备特色产业基地或示范基地基本条件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重庆市特色产

业基地创建管理办法》（渝经信发〔2014〕69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信息委负责解释。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

- 11 -

附件 1

全市特色产业基地创建方向指引
重点产业

产业细分领域
重点培育园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智能产业

集成电路 两江新区、西永微电园

新型显示 两江新区、巴南园区

消费类智能终端

智能手机 重庆经开区、潼南高新区、渝北园区

笔记本电脑 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智能家电 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港城园区

智能传感器
两江新区、重庆经开区、空港园区、沙坪坝园区、永川高新区、

同兴园区

智能仪器仪表 两江新区、重庆经开区、潼南高新区、同兴园区

网络通信及网络安全产品
两江新区、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建桥园区、长寿高新

区

汽车摩托车

新能源汽车
两江新区、万州经开区、璧山高新区、合川高新区、永川高新

区

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两江新区、重庆经开区、璧山高新区、长寿经开区、铜梁高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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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产业细分领域

重点培育园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智能网联汽车 两江新区、涪陵高新区、江津园区、永川高新区

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 两江新区、空港园区、同兴园区、沙坪坝园区、璧山高新区

汽车电子 两江新区、江津园区、璧山高新区、合川高新区、永川高新区

传统汽车零部件
璧山高新区、合川高新区、永川高新区、双桥经开区、铜梁高

新区

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 巴南园区、重庆高新区、江津园区、合川高新区、大足高新区

装备

轨道交通 两江新区、建桥园区

航空航天装备 两江新区

能源装备 两江新区

节能环保 两江新区、建桥园区、万州经开区、潼南高新区

智能制造装备 永川高新区、重庆经开区、同兴园区、港城园区、大足高新区

智能机器人
两江新区、永川高新区、空港园区、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

重庆高新区

材料

钢铁材料

钢铁冶炼 长寿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区

钢铁精深加工
长寿经开区、涪陵高新区、大足高新区、江津园区、永川高新

区

不锈钢 梁平园区、万州经开区、永川高新区

铝材料
电解铝 涪陵高新区、綦江园区、西彭园区、正阳园区、南川园区

铝加工 綦江园区、西彭园区、涪陵高新区、两江新区、江津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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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产业细分领域

重点培育园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氧化铝 南川园区

铜材料 万州经开区、江津园区、涪陵高新区、綦江园区

镁合金 万盛经开区、正阳园区

功能材料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铜梁高新区、忠县园区、万盛经开

区、长寿经开区

玻璃 万盛经开区、永川高新区、綦江园区、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

陶瓷 荣昌高新区、永川高新区、江津园区、开州园区

复合材料 长寿经开区、正阳园区、江津园区、永川高新区

建筑部品部件
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水土高新园）、九龙园区、巴南园区、

綦江园区、永川高新区

绿色建材
江津园区、合川高新区、铜梁高新区、万州经开区、涪陵高新

区

前沿材料
重庆高新区、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同兴园区、沙坪坝园

区

锰及铁合金 涪陵高新区、秀山园区、城口园区

废旧金属精深加工
涪陵高新区、长寿经开区、永川高新区、大足高新区、双桥经

开区

生物与医药
化学原料药 长寿经开区、万州经开区、涪陵高新区、忠县园区

化学药制剂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重庆高新区、巴南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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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产业细分领域

重点培育园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中药饮片 重庆高新区、南川园区、秀山园区、涪陵高新区、巴南园区

中成药 涪陵高新区、南川园区、巴南园区

生物化学药品 长寿经开区、万州经开区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重庆高新区、巴南园区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合川高新区、建桥园区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万州经开区、长寿经开区、涪陵高新区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巴南园区、合川高新区、江津园区

消费品

纺织服装

品牌服装 巴南园区、空港园区

服装 荣昌高新区、万州经开区、开州园区、酉阳园区

纤维新材料 涪陵高新区、奉节园区

产业用纺织品 铜梁高新区、江津园区

特色轻工

钟表 垫江园区

眼镜 荣昌高新区、奉节园区

智能家居 江津园区、长寿高新区、大足高新区、开州园区、梁平园区

日化产品 巴南园区

广告材料 云阳园区

纸制品 江津园区、永川高新区

工艺美术 荣昌高新区、万州经开区、城口园区、酉阳园区

文教体育用品 开州园区、巫溪园区、武隆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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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产业细分领域

重点培育园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农副产品加工

粮油食品
食用油 江津园区、涪陵园区、酉阳园区、奉节园区

粮食加工 九龙园区、云阳园区、垫江园区

农副食品

肉制品 丰都园区、荣昌高新区、合川园区、梁平园区、城口园区

发酵及调味品 涪陵园区、南川园区、江津园区、綦江园区、永川园区

乳制品 空港园区、巴南园区、垫江园区、重庆经开区

果蔬饮料

饮料 潼南园区、万州经开区、忠县园区、璧山高新区、长寿园区

果蔬加工 涪陵高新区、奉节园区、秀山园区、正阳园区、丰都园区

酒类 江津园区、万州经开区、两江新区、南川园区、铜梁高新区

精制茶 永川园区、南川园区、巴南园区、城口园区

化工

基础化学原料 锶盐 双桥经开区

合成材料

合成树脂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涪陵高新区、南川园区、万盛经开区

合成橡胶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

合成纤维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 、涪陵高新区、南川园区、万盛经开区

其他合成材料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 、南川园区、万盛经开区

涂料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万盛经开区、江津园区

专用化学品 长寿经开区、白涛园区、万盛经开区、潼南园区

技术服务

工业设计 两江新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高新区、沙坪坝园区、渝中区

检验检测 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金凤园区、沙坪坝园区

工业互联网服务 两江新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高新区、同兴园区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

- 16 -

附件 2

重庆市特色产业建设基地申报表

特色产业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 所在园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1

园区环保、安全情况

特色产业相关企业情况（销售收入前 5名）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上年度销售收入

园区主要经济指标

项 目 指 标 项 目 指 标

入园企业数量（个） 园区销售收入（亿元）

特色产业企业数量（个）
特色产业销售收入

（亿元）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要点及论证情况概述（1000 字以内）

区县经济信息委（开发区管委会）审核意见

区县经济信息委（开发区管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1 由申报工业生产性服务特色产业基地的填报，有单独用地的同时填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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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申报负责人:

填 报 日 期 ： 年 月 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制


